
College and Job 职业教育发展, 2024, 13(6), 2255-2260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6347   

文章引用: 罗爱民, 陈洪辉, 刘俊先. “双牵双驱、四融合”的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J]. 职业教育发展, 2024, 
13(6): 2255-2260. DOI: 10.12677/ve.2024.136347 

 
 

“双牵双驱、四融合”的指技融合人才 
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罗爱民，陈洪辉，刘俊先 

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4年9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9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18日 

 
 

 
摘  要 

信息化战争对军校学员的指挥管理和技术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对生长干部实施指技融合培养是提

高军队人才培养质量的必经之路。针对指技融合人才培养需求，研究提出一套“双牵双驱、四融合”的

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相关的培养机制与方法，并通过实践证明该模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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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warfare pose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mand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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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bilities of military trainees. Implementing the integration command with technology skills 
for elementary cadres is a necessary pat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ilitary talent training.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 for talent training in integrating command with technological inno-
vation, a set of talent training model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ommand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named as “dual traction, dual drive, and four integration”, as well as related training mech-
anisms and methods, have been studied and propos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has been 
proven through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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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军队干部主要分为以军事指挥、管理为主的指挥军官和以技术创新、装备运用的技术军官，

两者对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等方面有共性要求，同时也存在差异。信息化战争对军队人员的能力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作战概念不断创新、信息化智能化装备的快速发展与应用，指挥

军官和技术军官的共有属性增加，特有属性减少，按照传统的指挥军官由指挥院校培养，技术军官由技

术院校培养的方式，显然不能满足未来战争对人才能力素质的需求。因此，在军队生长干部的培养中，

探索指挥干部和技术干部融合式培养是大势所趋[1]-[4]，是适应新军事变革的必然需求。国防科技大学承

担着联合通用保障人才的培养任务，培养的生长干部未来任职岗位不仅有技术岗位，也会有大量的指挥

岗位。国防科技大学是以技术创新能力培养见长，在军事指挥、作战管理等方面能力的培养相对较弱。

因此紧紧围绕军队信息化建设人才需求，强化学员“懂技术、会管理、能指挥”指技融合素质培养是军

队生长干部培养目标和亟待研究的课题。 
围绕指技融合人才培养，多年来多所军队院校结合各自的实际开展相关研究。本团队以指挥信息系

统工程人才培养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指挥融合培养模式和方法上不断进行探索，提出了“双牵双驱、四

融合”的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方法。 

2. 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指挥信息系统领域人才军事指挥能力培养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的培养模式，人才培养中

过度注重创新能力培养、创新研究与部队实际问题关联性不强、技术创新能力难以用于解决部队实际问

题等矛盾突出。团队发挥在顶层设计技术领域的科研优势，采用体系工程方法开展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模

式的分析设计与应用实践，主要过程和经验做法如图 1 所示。 
(1) 人才能力需求调研 
人才能力现状与需求调研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一是结合指挥信息系统工程学员未来可能的任职岗

位，通过对军事科学院、战区、军种研究院等单位调研，了解未来战争对人才的指挥管理、技术创新等

能力素质的需求。二是利用与军种部队的任务、项目的合作，了解毕业生解决军事问题的能力水平、困

难。三是与研究生座谈交流，了解他们对指技融合人才的理解，明确指技融合人才能力需求，设计培养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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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integrating 
command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图 1. 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过程 

 
(2) 现状差距分析 
在需求调研的同时，收集毕业生在任职岗位工作能力情况，分析在指挥管理、技术创新上的能力差

距。同时分析十余年研究生培养情况，包括知识结构组成、论文选题、论文验证案例、论文成果转换情

况以及成果在军事领域推广运用前景等，对比指技融合人才需求，分析指技融合人才培养差距。 
(3) 培养模式设计 
针对目前指技融合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与差距，开展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同时围绕指

技融合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技术与方法、人才培养队伍以及人才培养支撑环境等开

展研究，并不断进行教学实践，在教学实践中不断优化相关成果。 
(4) 应用验证评估 
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军队指挥学等学科，重点针对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人才培养，开展长期的培养实

践，验证培养模式，评估指技融合能力培养效果，持续迭代完善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3. “双牵双驱、四融合”的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在长期的人才培养中，培养一直沿用“唯技术论”观念，把技术创新能力培养作为第一要求，也是

判断人才培养质量的金标准。为适应未来战争对人才能力素质的要求，克服现有“重理论轻实践、重技

术轻军事、重现有轻发展”的现象，在深度剖析指技融合人才能力生成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双牵双

驱”培养新理念；采用体系工程方法，体系设计了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提出“四融合”的指技人才

培养机制；创新提出“三进入”的人才培养方法，形成“双牵双驱、四融合”的指挥信息系统指技融合

型人才培养模式(如图 2 所示)。 
(1) 提出“双牵双驱”培养新理念 
要实现指技融合人才培养，首先要转变人才培养的理念。培养理念要从单纯的技术创新牵引向技术

创新与军事指挥双牵双驱转变。“双牵”指重大军事问题与需求牵引、重大科研项目与演训任务牵引，

“双驱”指高新前沿技术驱动、国防科技创新成果驱动。打破传统唯技术能力的培养思维，打牢为军服

务思想，引导学生研究作战“真问题”，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不是没有应用前景、不解决实际问题的

创新，在创新能力培养基础上，强化军事问题解决能力、技术创新运用能力的培养。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6347


罗爱民 等 
 

 

DOI: 10.12677/ve.2024.136347 2258 职业教育发展 
 

 
Figure 2.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integrating command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图 2. 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2) 建立“四融合”人才培养机制 
在“双牵双驱”培养理念的指导下，围绕学生特别是研究生指技能力的培养，建立了“四融合”机

制，即军事问题与技术攻关、军事指挥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实战演训环境与技术实验环境和院校教学

科研与部队指挥训练等“四融合”机制，深化落实指技融合人才培养理念，并将“四融合”机制落实到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以及知识点的教学实践中。 
(3) “三进入”的基本举措 
在“双牵双驱、四融合”的理念与机制指导下，结合人才培养过程，提出指技融合人才培养的“三

进入”具体举措与方法(如图 3 所示)，为指技融合人才培养提供可操作的方法和手段。 
 

 
Figure 3. The research process of talent training for integrating command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图 3. 指技融合人才培养过程 

 
知识学习方面，强化前沿技术在军事作战中应用进课堂。跟踪国外最新军事概念和场景、军事技术

专家讲座等形式，宽口径学习军事知识、前沿技术运用等，提升军事素养，熟悉作战概念和军事技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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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趋势等。 
研究选题方面，要求军事问题进论文。论文选题必须来源于军事背景，从典型军事场景提炼科学和

技术问题，明确技术创新在典型场景中运用模式，保证研究生研究军事背景下的“真问题”。技术攻关

方面，要紧密结合军事问题和场景的特点和要求，围绕论文中的军事问题，开展技术攻关与突破，针对

军事问题开展“真研究”。 
实验验证方面，要求实战场景进验证，通过典型军事场景的案例验证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并结合技术创新探索技术创新成果的军事应用模型。 

4. 指挥信息系统工程人才培养具体措施 

(1) 修改完善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知识体系 
针对指技融合人才能力素质的需求，在指技融合培养理念和模式的指导下，修改完善本科生、研究

生培养方案。一方面，将指技融合能力培养的具体要求和实施方法落实到人才培养方案中，从制度和规

范上保证指技融合培养模式的落地，其中包括面向指技融合人才培养各环节主要工作，从知识结构、研

究选题、技术攻关、实验验证等环节，明确指技融合能力生成的具体举措。另一方面，加强军事相关课

程建设，同时梳理指挥信息系统知识谱系，结合场景式案例教学、引导式课程研讨等特点，优化指挥信

息系统需求工程、指挥信息系统评估、军事指控信息获取与服务等课程内容，区分学术学位、军事硕士

和电子信息等各类人才，规划包含理论基础、思维方法、技术手段的指技融合课程体系，并出版了一系

列课程教材。 
(2) 提出跨域问题探索方法 
发挥学科方向优势，紧贴指挥控制领域，探索将作战设计、体系构建、任务规划等军事问题转化为

架构设计、决策优化、智能博弈等技术问题的方法，形成“作战驱动、指控牵引、技术支撑”的问题转

换方法，贯通军事与技术问题转换链路，实现军事问题向技术问题的跨域转换。通过军事问题向技术问

题的转换，一方面引导学生围绕军事需求开展技术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军事问题的研究，促进学生对

军事问题的理解，加强技术成果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能力培养。 
结合国家级实验室的重大使命任务和导师部队行、学员岗位实践，建立了面向真问题、真需求的研

究选题、技术攻关、案例验证、实践应用的指技融合创新能力培养过程。通过演训任务、岗位实践、比武

竞赛、科研项目等，发现真问题真需求，培养运用新技术解决实战问题的能力。 
(3) 创建了“战–技–真–验”结合的指技融合能力实践平台 
通过融战争设计、技术驱动、数智仿真、实践验证于一体的实践平台(如图 4 所示)，锤炼学员指技融

合能力。指挥信息系统指技融合能力实践平台包括以下部分。 
一是引领作战概念创新的战争设计环境。建立包含“马赛克”“多域精确战”“杀伤网链”等先进

作战概念模型的战争设计环境，以先进作战概念牵引学员开展具有指控优势的作战体系研究，以基础指

挥控制理论支撑学员进行指挥控制前沿技术攻关。 
二是构建夯实创新能力培养的技术驱动环境。融合体系工程、智能博弈、大数据分析、平行仿真等

先进技术构建技术驱动环境，针对未来战争人机混合、博弈对抗、跨域协同等特点，运用大算力、大数

据、大图谱和大模型等技术手段，汇聚新域新质指挥控制相关成果，将超前预置的理念与技术在实验环

境中落地，全面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 
三是构建支撑能力培养的数智仿真环境。建设了包含大量的实践案例、智能算法、装备模型等的数

智仿真环境，通过更全维度、更全要素地真实构造未来联合作战场景，促进学员开展指挥控制的新力量、

新机理、新流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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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composition of experimental platform for capabilities for integrating command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4ISR 
图 4. 指挥信息系统指技融合能力实验平台组成 

 
四是构建能力效果评估的实践验证环境。依托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双一流”学科、科研项目以及

教学科研条件建设等基础环境，集成构建实践验证环境，支持学员多层次、多领域、多方式实验指控功

能，锤炼学员的岗位任职能力。 
(4) 聚力建强“知战–精研–善教”的指技高素养师资队伍 
通过演习演训、部队代职等活动，多元提升教师知战的含新量、含金量；紧贴重大工程与任务，聚

焦为战而研、以战促教，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运用对战斗力的“双重赋能”；探索教研融合路径，加速

科研成果向实战化教学的转换，汇聚校内校外，军队国防工业部门等多方教育资源，提升教学研究的能

力水平，提升授课的“战味、兵味”，锻造“知战–精研–善教”的指技高素养师资队伍。 

5. 结束语 

在指技融合培养模式的研究中，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和军队指挥学两个学科人才培养中同步开展应用

实践，通过近 10 年的推广和实践，学员指技融合能力大幅提高，学员不仅在技术创新能力表现优异，而

且参加军事建模、兵棋推演等大赛也取得很好成绩，充分体现技术创新和指挥管理能力同步发展和提升。

多年来毕业学员在岗位适应能力显著增强，研究成果在军队多所院校得到推广应用。后续将在课程体系

建设、培养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研究，突出技术能力对指挥管理的推动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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